
摘 要：互联网已经深刻影响现代人的生活，带来了互联

网时代的学习新思维，使学习呈现网络化、碎片化、经济化、普
及化和终身化特点，让学习更加方便、易得、自主、有效，成为终

身教育的有利推手。借助互联网的学习，特别是自学，成为学习

者突破传统教育制约，实现个人毕生成长与发展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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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 必 须 按 照 每 一 个 人 的 需 要 和 方 便 在 他 的 一 生 中

进 行。 ” ———《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
互联网已经全面而深刻地影响到现代人的生活。 据中国

产业信息行业频道数据，截至 2017 年 6 月，我国网民规模达

到 7.51 亿， 半年共计新增网民 1992 万人。 互联网普及率为

54.3%，较 2016 年底提升 1.1 个百分点。 我国手机网民规模达

7.24 亿，较 2016 年底增加 2830 万人，网民使用手机上网的比

例由 2016 年底的 95.1%提升至 96.3%。 现代教育就是在这样

一个波澜壮阔的互联网背景下获得了新的特征， 带来了互联

网时代的学习新思维。
1.网络化学习。 网络化学习是现代信息技术在教育中运

用的必然趋势，是信息时代的主要学习方式之一。 “教育的机

构和手段必须大大增加，使人们比较容易得到教育，是个人有

尽可能多的选择机会。 教育必须具有真正群众运动的方式。 ”
在上个世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的教育前景， 在互联网时

代似乎实现了。通过网络，学习者可以上网校、听网课，无论是

已经制作好了的精品课程， 还是即时互动式的教学都能够借

助网络进行。 网络的辅助教学功能也使得传统的面对面的课

堂教学进一步完整、深化和便利。网络上各种可以查询的信息

使得学习更为自主、易得。
2.碎片化学习。 碎片化学习是通过对学习内容进行分割，

从而让学习者能够进行更有灵活度、更有针对性、更有效的学

习。 在分割学习内容后，每个碎片的学习时间变得更可控；学

习者可重点学习对自己更有帮助或启发的那部分内容。 现代

社会生活节奏加快，时间更为紧张，利用好零碎时间，进行小

分量的碎片化学习是非常契合的。
例如学习英语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需要长期的大量的时

间投入。互联网让英语可以通过网络课程学习，进行碎片化的

“轻课”学习，将新概念英语原来的一节课分成三节课来上，每

次 18 分钟，坚持学习 120 天，一册新概念就学好了。可以利用

等车、乘地铁、排队以及闲暇时的小段空白时间来进行学习，
哪怕一节课中间因故打断， 还可以在有空时再继续学习后面

的部分。每一节课都可以重复学习，一节课的任何部分也都可

以重复学习。每次学习内容的量少，就学得比较透，日积月累，
效果就很明显。

PPT 制 作 对 于 教 师 来 说 是 一 项 基 本 技 能， 唯 库 提 供 的

PPT 制作课程分为 13 节，每次学习 25 分钟，再布置一次很有

针对性的作业， 学完整个课程就能让一位教师从小白上升为

中高段水平的能手。
3.经济化学习。 由于网络的分享性，一个网络课程制作好

之后可以让所有接触网络的人都有机会学习，受众面广。从商

品角度来说就是消费者众多，可以产生薄利多销，这就使得互

联网上的学习更为价廉。而从教育辅助工具来说，网课成为传

统面授课的有力辅助和有效补充， 可以作为一种福利免费提

供给学习者。 而网络上各种如 “百度经验”“秒懂百科”“作业

帮”等内容或者应用使得学习极为便利，且近乎零成本。
4.普及化学习。经济化导致了普及化。课程开发可以更有

效地细分教育市场， 将学习者按照对学习产品的需求差异开

发不同的产品。
还是以学习英语为例，不同职业的人可以选择发音课、听

力课、阅读课或者写作课，有专门背单词的课程也有专门练听

力的课程；不同英语水平的人可以选择难度不同的课，有针对

小学生的，也有针对考研的；不同兴趣爱好的人则可以选择旅

游英语、小说英语或者美剧英语等。
5.终身化学习。 “我们今天把重点放在教育与学习过程的

‘自学’原则上，而不是放在传统教育学的教学原则上。”“新的

教育精神使个人成为自己文化进步的主人和创造者。自学，尤

其是在帮助下的自学，在任何教育体系中，都具有无可替代的

价值。 ”终身教育已经成为当今社会的共识，而自学在终身教

育发挥着重要的价值。 互联网时代学习以上四个特点： 网络

化、碎片化、经济化和普及化，让自学成为极为有效和便利的

学习方式，让终身教育在一种独立的意义上成为可能。学习者

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自己的原有水平，选择不同内容、不同

难度的学习资源，灵活安排学习时间和地点，让自学原则真正

得以体现，并卓有成效。
尊重人性是互联网最本质的文化， 互联网+时代的学习

新生态方兴未艾。 在互联网背景下，出现了具有网络化、碎片

化、经济化、普及化和终身化特点的学习新思维。 互联网让学

习更加方便、易得、自主、有效，成为终身教育的有利推手。 借

助互联网的学习， 特别是自学， 成为学习者突破传统教育制

约，实现个人毕生成长与发展的有效途径。
“在一个空前要求教育的时代，人们所需要的不是一个体

系，而是‘无体系’。 ”
———《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

互联网时代的学习新思维
邵雪芬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社区学院，浙江 杭州 31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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